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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邱海平＊

中共中央十九届 四 中 全 会 审 议 通 过 了 《关 于 坚 持 和 完 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下文简称 《决定》），不

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决定》系统地制定了推进我

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部署，无论是从我们党的历史，还是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都是没有先例的。《决定》的制定，反映出我们党对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和新水平，也反映了我们党对于落

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和新水

平，不仅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极为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且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发

展中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和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可以说是为广大发展

中国家贡献了中国智慧。《决定》不仅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动纲领，而且蕴

含着十分丰富 的 理 论 及 创 新 性。这 里 仅 从 两 个 方 面 谈 一 谈 《决 定》的 重 大 理 论 创 新：

一是关于制度的理论创新，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创新。

一、关于制度的理论创新

在理论上，制度有多种涵义。就经济学而言，存在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 解，一 种

是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涵义，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制度涵义。在制度经济学

中，所谓制度是指约束和激励人 们 行 为 的 各 种 规 则、组 织 和 机 制，包 括 道 德、历 史 传

统和习惯、法律、合同或契约、企业、市场等等。由此可见，制度经济学对制 度 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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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是十分宽泛的。马克思、恩 格 斯 也 曾 在 多 种 涵 义 基 础 上 使 用 “制 度”一 词，但 是，

与制度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高度重视生产

方式及与之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历史唯物主义是按照

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特点来区分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马克

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

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

这里需要说明的 是，社 会 形 态 与 社 会 经 济 形 态 是 两 个 既 有 联 系 又 有 区 别 的 概 念。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五个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资本 主 义 社 会 和 共 产 主 义 社 会。从 社 会 构 成 来 看，它 既 包 括 经 济、政 治，

还包括军事、宗教、文化、社会意识等等多个方面。那么，决定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

个社会形态的根本区别的依据或标准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技术，有人认为是文化或

宗教，也有人认为是产业，不一而足。而 马 克 思 主 义 认 为，不 同 社 会 形 态 的 根 本 区 别

在于它们具有不同性质和特点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而不同社会的生

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又是由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决定的。正是因为强调了物质生产力

及其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终极决定作用，这样的历史观叫做唯物史观。当然，唯

物史观也是辩证史观，在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终极决定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了生

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能动作用，在强调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终极决定作用的同时，

也强调了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即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力的能动

的反作用。总之，马克思主义是从社会经济形态出发来认识社会形态的，并根据经济

形态的不同来划分社会形态。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对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社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理论预测和概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

础，指明了原则性大方向。但是，关于落后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

社会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曾经进行过探讨，但是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和方案。

换句话说，关于落后国家如何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

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是没有系统理论和现成答案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

使命。如何实现这一初心和使命呢？从根本上来说，靠的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坚持从中

国实际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 义 中 国 化，形 成 了 毛 泽 东 思 想、邓 小 平 理 论、习 近 平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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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这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党领

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

从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特别是１９４９

年到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１年以及从２０１２年到现在。在这些不

同的阶段，党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条件以及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分别进行了

不同的制度建设，并制定了不同的发展政策，在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各个方面的发展

成就，呈现出明显的迭代特征。有人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对立起

来，不是用前三十年否定后四十年，就是用后四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这不仅是肤浅的，

而且是错误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７０年是一个完整的发

展过程，其每一个阶段都有历史必然性，由这些不同阶段构成的统一发展过程，明显

地呈现出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规律。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要为人民谋幸福和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且要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并且为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懈奋斗。

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伟大成就，也曾

经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但最终通过改革开放，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十

分重视制度建设。早在１９８０年，邓小 平 同 志 在 总 结 “文 化 大 革 命”的 教 训 时 就 指 出：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① “制度好可以

使坏人无 法 任 意 横 行，制 度 不 好 可 以 使 好 人 无 法 充 分 做 好 事，甚 至 会 走 向 反 面。”②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

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③ 党的十四大提出：“在九十年代，我们要初步

建立起新的经济 体 制，实 现 达 到 小 康 水 平 的 第 二 步 发 展 目 标。再 经 过 二 十 年 的 努 力，

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④ 党

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制度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日渐厚实，各种有利条件不断积

①
②
③
④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３３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３３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７２页。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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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同时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任务 更 加 艰 巨，如 何 通 过 制 度 的 系 统 建 设 和 集 成，进

一步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实现国家治理和发展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就成为党

和国家以及全国人民面临的时代新课题。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决定》，从理论上总

结和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并且就如何坚持和完善

十三个方面的制度进行了系统论述和部署，形成了全新的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理论。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特别是与已有的各种制度理论相比较而言，

这个理论确实是制度理论的重大创新。这种创新性既体现在各个方面制度的理论创新

上，也体现在制度概念的创新上，还 体 现 在 制 度 的 系 统 性 和 整 体 性 上。我 们 相 信，以

这一科学的系统的制度理论为指导和遵循，就一定能够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长治久

安、社会现代化和和谐稳定、人的现代化和高度文明，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

文明的国家，必将为人类进步和发展做出新的伟大历史贡献。

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创新

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设计和战略部署，十九届四中全会通

过的 《决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新的理论 概 括 和 表 述。 《决

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

创造。”把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确立为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党的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的重大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对于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经济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正

确理解党的这一最新理论成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弄清楚两个层面的理论问

题：第一，什么是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分配制度、经 济 体 制？它 们 之

间的关系是什么？第二，为什么现在把所有制制度、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统一地确立

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 理 告 诉 我 们，物 质 资 料 的 生 产 是 一 切 社 会 存 在 和 发 展 的 基 础，

人类生产活动总是以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或占有关系为前提。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

段，由于生产资料所 有 制 的 性 质 和 形 式 不 同，物 质 资 料 生 产 采 取 了 不 同 的 社 会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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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人类社会表现为原始社 会、奴 隶 社 会、封 建 社 会、资 本 主 义 社 会、共 产 主 义 社

会等不同的历史形态。这就是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性质在任何社会中都占有绝对

重要的地位。忽 视 甚 至 抹 杀 生 产 资 料 所 有 制 及 其 性 质 在 社 会 中 的 重 要 性，是 绝 对 错

误的。

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一方面是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过程，体现着人与自然

的关系，体现着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即生产力；另一方面人们在生产中又必然结成

一定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由它决

定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一定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状况决定的，同时又

受到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的保护和调节。为了强调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中

的重要性，马克思有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称为 “资本主义

经济制度”。为了进 一 步 强 调 生 产 资 料 所 有 制 在 生 产 关 系 和 整 个 社 会 经 济 中 的 重 要 地

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时也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称为 “经济制度”。显然， “经济

制度”的这两种涵义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不仅要深刻认识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且

要全面认识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过，社会生产总过程包含着生

产、交换或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基本环节，这些环节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

约的。由于直接生产在全部社会经济活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和作

用，因此，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即狭义的生产关系决定着交换关系、分配关

系和消费关系。人们从事经济活动，都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这种物质利益最终是通

过分配关系来实现的，而分配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是 “生产关系

的反面”，同时还受到交换关系的重要影响。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及其发展过程中，

市场交换或流通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仅直接影响社会经济效率，而且对

于人们的分配关系和物质利益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就是说，我们既要强调生产在社会

经济中的首要地位和重要性，也要看到交换或流通、分配和消费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制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

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人民浴血奋战，先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

利，通过三大改造，于１９５６年建立起了以公有制 （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了国家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变革，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奠定了

可靠的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了一系列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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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物质基础和宝贵经验。同时实践

表明，这种 “一大二公”的经济制度和过于集中的经济体制也存在诸多弊端，主要包

括平均主义、官僚主义和 “瞎指 挥”比 较 严 重，企 业、劳 动 者 个 人、地 方 政 府 等 各 方

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各方面潜能没有得到充

分释放，从而造成了效率不高、浪费 严 重、活 力 不 足、人 民 生 活 水 平 提 高 较 慢 甚 至 比

较困难、整体发展效果不佳等，必须进行制度和体制改革创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领

导人民开辟了改革开放新的发展道路。改革就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我们党从开始

改革的那一天起就明确宣示，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推翻社

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由于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经济体制是决定社会经济发展道

路、方向和成效的基础和关键，我国 经 济 制 度、分 配 制 度、经 济 体 制 的 系 统 性 改 革 和

完善，始终是改革开放的主线和重点。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我

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的认识不断深化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不断得到完善。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新

格局，同时，市场机制的作用也不断扩大和增强。正是在这种新的经济制度和分配制

度以及市场机制的促进下，我国经济取得了以往没有过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改

善。正是在总结已有改革经验和成就的基础上，１９９２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

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突破了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

起来的传统理论和观点，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理论的重大创新。１９９７年

召开的中共十五大，第一次正式把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

为我国的 “基本经济制度”，并 写 入 党 章。１９９８年 将 这 一 规 定 写 入 宪 法 修 正 案，１９９９

年通过的新宪法正式将其确立为国家制度，同时第一次确立了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只能是公有制和

按劳分配的传统理论和观点的重大突破，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理论的又一

重大创新。这种创新性集中体现 在：提 出 了 “基 本 经 济 制 度”这 一 新 概 念，从 而 与 传

统概念和理 论 中 的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制 度”相 区 别，并 把 “多 种 所 有 制 经 济 共 同 发 展”

纳入 “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从而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及其发展在国家制度和国家

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 “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新

概念，从而与传统概念和理论中的单一的 “按劳分配制度”相区别，确立了除按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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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之外的其他分配方式在分配制度中的重要地位。这些新概念和新理论的提出，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有力地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发展实践。十五大之后，我们党在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不断定型和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中，我们党把制度建

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了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把 “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确立为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新的重大决定既有理

论依据，也有实践根基。从理论上来说，如上所述， “经济制度”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它既可以指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可以指生产

关系，而广义的生产关系中就包含着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因此，“经济制度”可以是

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构成的一个制度体系。进一步看，所有

制制度、收入分配 制 度 和 市 场 经 济 体 制，这 三 个 方 面 不 是 互 相 孤 立 的、互 不 相 干 的，

而是互相联系、互为条件、互相作用 的，三 者 构 成 了 一 个 完 整 的 经 济 制 度 体 系。具 体

来说，正是因为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多种形式，必然形成多种分配方式，进而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奠定基础。反过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必然对多

种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发生巨大的反作用，使它们得到巩固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结构仍然具有头等重要地位，特别是必须坚持以公有

制为主体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和共产党执政的根基，但是还必须看到分配制度和

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总之，在理论上，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市场经济

体制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制度系统来理解和概括，不仅是完全成立的，而且是重大的

理论发展和创新。从实践上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

迹，根本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上实现

了一系列伟大创 新，创 建 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制 度、分 配 制 度 和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这个新的制度体系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个方

面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地激发了社会经济发展活力，迅速提高了全体人民的

生活水平，显著地增强了国家整体实力，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和竞争优势，并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标识。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只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这个制度体系，才能实现我国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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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提供经济制度保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把分配制度和市场

经济体制进一步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的重大创

新，既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制度的首要地位和重要性，也充分反映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从而为新时代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提

供了根本遵循。


